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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学在我国研究的高潮有两个时期：一是清末民初，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
这两个时期都是社会聚变时期，其中的主旋律都是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国家需要发展与繁荣市场时，就会想到商法，而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印证了
只有重视法律，尤其是商法的构建，整个国家才能够强盛，人们的生活才能够富足。
　　细数起来，商法自清末进入我国并为民众所知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
但和同时期进入我国的民法比较起来，商法的命运却没有那么幸运。
当民法学界已经有人在高喊“民法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商法学者对商法却困惑重重：“一方面我
们在念叨着商法，但却不定商法为何物；一方面我们在呼喊着商法的理论和学说，但却说不清商法的
概念和范围。
面对着古老成熟的民法，商法的位置在哪里？
”在政府与学界的推动下，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着，几年之内，民法典可能就会出台。
但是商法典的制定却还不现实。
对于未来商事法律制度的定位，学者们分歧虽然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民商合一
是理想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商法独立性的认识。
　　我国商法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商法学在我国发展的阻碍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阻碍是商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太薄弱。
商法学研究的困境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法与商事交易实践联系紧密，离开实践，商法的研
究无法展开。
就像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商法起源于商事交易习惯与惯例，不像民法那样起源于罗马法，它是一门
实践性法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完整的理论”。
第二，商法学研究的资料较少，即使有一些资料，由于商法具有易变性，因此以往的资料不一定就能
用在现今的研究上。
第三，与民法比较起来，商法的研究具有开放性。
商法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要精深地理解商法，上述学科的知识养料都得
吸收。
　　商法总论作为商法制度的总纲，是德国学者所说的“提取公因式”的结果。
由于商法总论的抽象性，往往使研究者望而却步。
樊涛与王延川两位商法学新秀抱着“啃硬骨头”的精神，经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本作品。
本著作出版在即，两位作者找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的新书做序，我欣然答应。
　　通览这部著作，虽然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我认为其中不乏新意。
　　第一，作者有一种大境界。
比如第一部分绪论，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商法在西方社会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因，作者试图通
过对西方社会商法成长的背景因素的探讨，引发我们的深思：到底我们国家是否具备西方社会商法成
长的诸多因素，在目前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下，我们商法学者能做什么？
　　第二，作者有着实证主义的研究精神。
比如第三章商法与民法，在倡导我国应该实行民商分立体制时，作者以大量的例子来说明民商分立体
制事实上所具有的各种优势：就微观而言，首先对民商分立的倡导可以起到补足法律规定的疏漏的作
用；其次，民商分立可以使商法的具体规定实现统一；最后，民商分立有利于法律的修改以及保持民
法规范的稳定性。
就宏观而言，商法典通常是立足于对商人的保护而设，商法典可以说是商人行商之宪章，因此，民商
分立体制可以起到倡导商业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良好效果。
　　第三，该著作的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其研究方法也具有开放性。
比如商法方法一节，作者在适用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文化学的方法对商法的诸多方法作多维度的探析，力求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第四，作者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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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内容，作者对我国目前的商事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反思，指出其不足，并为未
来我国的商事立法作制度上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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